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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收购来的野草莓通过
深加工，制作成馍馍、粽子等特色
产品，深受消费者喜欢。”近日，记
者走进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中子
越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一股浓浓的野草莓味扑鼻而来，该
公司负责人刘越龄介绍，“目前收
购了 3000多斤野草莓。”

野草莓在朝天当地被称为“萢
儿”，还有“白草莓”“瓢儿”等叫法，
大多生长在秦巴山区海拔 1000米
以上，且阳光充足、雨水充沛的地
方，其营养价值丰富，富有多种维
生素，因其酸甜多汁，口感极佳，颇
受人们青睐。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当
地将野草莓制作成特色产品，成为
一道道美食。在中子越龄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身穿白
色工装，戴着口罩，通过清洗、和
面、发酵、烘烤、包装等 10 多道工
序，一个个诱人的野草莓馍馍转眼
间便成型了。

刘越龄介绍，野草莓馍馍是公

司今年新研发的产品。一颗颗野草
莓制作成特色产品，然后经过工人
包装、抽真空后，进入市场，可卖 8
元一个。“今年第一次卖这个产品，
最开始预计生产 5000个，没想到
很多顾客需要，完全超出了预期。”
刘越龄说。

把野草莓和特色美食相结合，
是朝天区食品加工企业利用当地
特色资源，在传统食物口味上做出
的创新。随着产业扩大，不仅企业
收益可观，在产业链前端的群众也
收获了“真金白银”。

据了解，中子越龄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每年要收购大量的“萢
儿”，仅今年制作野草莓馍馍，就
计划收购 5000 余斤。“我们公司
和不少农户签订有‘萢儿’收购协
议，每斤收购价格在 20 元左右。”
刘越龄说。

说话间，野草莓种植大户何秀
亮拉来了一车野草莓，他忙着将新
鲜的果子卸在中子越龄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我每年都

要给越龄食品提供 2000多斤野草
莓，收益在 4万元以上。”何秀亮满
是喜悦地告诉记者，他在大滩镇柏
杨村种植了 40 多亩野草莓，从 4
月底开始，每天要采摘 40多斤野
草莓售卖，收益很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朝天区还有

不少农家乐将野草莓制作成美味
可口的“萢儿”饼、“萢儿”酒等产
品，也非常受消费者欢迎。因此，
野草莓市场需求量大，促进了不
少群众人工种植野草莓。截至目
前，该区野草莓种植面积已超过 2
万亩。

□本报记者马工枚文 /图

5月 22日，2024成都世园会美食产业建圈强
链郫都区投资推介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成都世
界园艺博览会郫都分会场（以下简称：世园会郫都
分会场）举行。

此次郫都美食专场推介会吸引了上海沛华集
团、广西捷康生物、火到鼎食品等行业龙头和优质
配套企业参会。活动现场，成都 12个区（市）县的
21个项目达成合作共识，计划总投资约 128 亿
元，既有支撑强劲的龙头产业项目，也有延链补链
的优质配套项目，集中展示了成都市绿色食品、现
代农业等重点产业的发展成果。其中，东道主郫都
区现场签约 3个项目。
“花聚鹃城、创智园艺”，世园会郫都分会场通

过打造花创万象、美好人居的生态画卷，展示了公
园城市建设的前沿理念、创新实践和显著成就。作
为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分会场之一，郫都区迎
来了展现城市形象、彰显城市价值的“高光时刻”。
当前，郫都区锚定“科创高地、锦绣郫都”目标定
位，围绕“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绿色氢能、川
菜产业城、成都影视城”四大产业功能区建设，大
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绿色食品、科幻影视、氢能等
重点产业，聚集了一批龙头型、引领型项目，不断
积蓄发展优势，汇聚更多优质要素、优质人才，形
成了最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

郫都区规划面积 57平方公里的中国川菜产
业城，是全国首个以地方菜系命名的产业功能区，
主导产业为复合调味品、休闲食品以及预制菜和
饮料。聚集了新希望、杨国福、天味家园、新加坡丰
树等企业 141家，拥有中华老字号企业 2家，中国
驰名商标 7 件，2023 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94 亿
元。郫县豆瓣品牌价值达 661亿元。园区正推动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园区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近年来，郫都区持续深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
设，针对不同产业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项
目全生命周期政策服务保障，为重大产业化项目
提供“一事一议”精准政策扶持。金融服务超市汇
集了 30余家金融及金融类服务机构、110余个金
融产品、22支基金，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为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优化金融服务，赋能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获评成都市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典型案例。郫都区政务服务也跑出“加速度”，
全市首创“企业开办 8小时办结”，建成全国首个
区（县）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错时延时、容缺受
理”以及企业服务“双专员”机制深受社会好评。

据悉，世园会期间，成都市投资促进系统将国
际盛会作为招商“主场”，借世园会做好招商文章，
还在双流区等地持续举办中国民用核能产业发展
大会等“圈链融合”重大活动，推介投资环境，将世
园会国际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
动国际国内更多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汇聚成都，
让世园会流量变经济发展“留量”，不断扩大投资
成都“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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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野草莓”变身特色产品“火出圈”

近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大龙镇建设村村民在采摘成熟的黄桃。
眼下，大龙镇按照“公司 +业主 +村集体 +农户”模式种植的 3000余亩黄桃已进入成熟期，当地正组织农户抢抓时间采摘上市。预计总

产量超过 100万公斤，可助农增收 1000余万元。
特约记者张国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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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促进制造业恢复发
展？宏观政策怎样统筹协调、形成合
力？如何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国家发展改革委 21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当前经
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制造业将保持恢复发展、
结构优化的态势

制造业 PMI是反映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晴雨表”。3月份和 4月份，
我国制造业 PMI 均位于 50%以上
的扩张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
超分析，这反映出随着宏观政策效
应持续显现，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企
业效益有所改善，景气水平和企业
预期持续向好。
“总的看，我国制造业将继续保

持恢复发展、结构优化的态势。”李
超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培育
新质生产力，切实提高制造业发展
质效。要扩大汽车、家电、手机等商
品消费和文旅等服务消费，加大力
度培育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等新
增长点；深入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提升行动计划，引导企业应用先
进适用技术改造升级，不断提升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需求正持续释放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社会广泛关注。

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落实相关行动方案
和政策举措，加大中央投资对设备
更新和循环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

明确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设立
5000 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
贷款。同时，北京等 27个省市印发
落实方案，因地制宜出台制造业贷
款贴息、以旧换新补贴、消费券等支
持政策。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正持续释
放。
“推动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

换新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
导。”李超分析，不少民营企业在
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具备优
势，有能力、有条件、也有意愿参
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部
分家电企业、汽车企业已公布的
以旧换新补贴计划金额超过 150
亿元；多家电商平台与生产企业
合作投入超过 100 亿元开展以旧
换新促销活动。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抓紧建立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工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
善并推动落实“1+N”政策体系，充
分发挥经营主体作用，引导全社会
共同投入，更加全面深入参与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推动增发国债项目
6月底前全部开工

去年我国增发 1 万亿元国债，
专项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

李超介绍，相关资金已于今年
2月前全部下达各地方。增发国债
项目进展总体顺利，各地正在抓紧
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在已
落地的 1.5万个项目中，已开工建
设的约 1.1万个，开工率超过 70%，

特别是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总体进展
较快。

她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
推动增发国债项目于今年 6月底前
全部开工建设，特别是推动加快防
汛、水毁等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重点
恢复重建工程在今年汛期前建成并
投入使用。

促进各方面政策
形成组合效应

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
估，是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的重
要手段。李超介绍，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开展这项工作，对各部门出台有
关政策文件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
性进行综合评估，确保各项政策同
向发力、形成合力。

李超说，针对拟出台的各项
政策，根据年度宏观政策取向，科
学精准评估各类政策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对受理接受评估的政策，
严格按照评估程序征求意见、研
究论证、沟通协调，推动各部门根
据评估意见不断调整完善政策。
此外，推动相关方面在政策制定、
出台、落实、调整等各个阶段都要
保持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促进政策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
策意图。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评

估工作的质量效率，创新完善评
估方式方法，强化政策协调和工
作协同，促进各方面政策形成组
合效应，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她说。

（记者陈炜伟严赋憬）
新华社北京 5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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